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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协整分析
朱晓杰

（河南省信息管理学校 经济与贸易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选取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文化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
分析法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支出之间正相关，存在长

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季节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制约农村文化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且

农村居民消费观念陈旧，消费水平较低。因此，河南省应设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引导农村居民改

变传统保守的消费习惯、构建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推动农村文化消费升级，以促进河南省农村居

民生活品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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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
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吃、穿、住等生存

资料的消费比重逐步下降，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日

益提高，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近年

来，学术界对制约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一些研究，如步蕾英等［１］认为消费观念传统、文化

程度低下、农村文化产品可选择性小等，是制约农村

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运迪等［２］认为主要是消费能

力、消费观念、消费市场等在影响着农村文化消费。

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多而定量分析少，且多是简单

的数据罗列和描述，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影响

消费的诸多因素中，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那

么，针对河南省而言，农村居民收入是如何决定其文

化消费水平的呢，其数量关系如何？本文将利用协

整分析方法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文化消费

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

的升级寻找切入点。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是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于

１９８０年代提出的，用来反映非平稳时间序列同阶单
整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首先

用ＡＤＦ检验法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
进行检验，然后对协整回归的非均衡误差进行平稳

性检验，以验证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如果变量是

协整的，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那么

其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通过一个误差修正模型

（ＥＣＭ）来描述；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引入一个误差修
正项（即长期均衡偏差项），对因变量的前期非均衡

程度进行修正，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机理，从而把消

费者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趋势联系起来，以加深对消

费者行为规律的认识———最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变量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进

行检验。

２．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来自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河南

省统计年鉴》，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首先对数据进

行适当的处理。用１９９０年的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
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进行平

减，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分别记为 Ｙｔ和 Ｃｔ。另
外，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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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原有的协整关

系，并且可以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

的异方差。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文化消费

支出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ｌｎＹｔ和ｌｎＣｔ；其相
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ΔｌｎＹｔ和 ΔｌｎＣｔ，二阶差分序列
为Δ２ｌｎＹ和Δ２ｌｎＣｔ。

［３］

　　二、实证分析

１．平稳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两个变量，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和文化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趋势性，为非平稳的时

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但观察两变量的

数据特征，发现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势，说明两变

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但是根据协整的定

义，如果收入与文化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

者必须是同阶单整，所以协整检验之前通常要对这

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进行单位根的检验。一

般用ＡＤＦ进行检验，滞后阶数采用 ＡＩＣ或 ＳＣ准则
来确定。［４］

利用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对 ｌｎＹｔ和 ｌｎＣｔ以及 ΔｌｎＹｔ
和ΔｌｎＣｔ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ＡＤＦ检验结果见表
１。序列 ｌｎＹｔ和 ｌｎＣｔ的 ＡＤＦ检验统计量的值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下大于所对应的临界值，故 ｌｎＹｔ和
ｌｎＣｔ为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一阶差分序列 ΔｌｎＹｔ
和ΔｌｎＣｔ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１可以看出，二者的
一阶差分序列ΔｌｎＹｔ和ΔｌｎＣｔ的ＡＤＦ检验统计量值
小于在１０％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平稳序列。

表１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文化
消费支出的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ｃ，ｔ，ｐ） ＡＤＦ值 １０％临界值 ＤＷ值 结论

ｌｎＹｔ （ｃ，ｔ，１） －１．５２６０ －３．３５８０ ２．０２３１不平稳
ｌｎＣｔ （ｃ，ｔ，３） －２．１３２４ －３．４１０４ １．９５３４不平稳
ΔｌｎＹｔ （ｃ，０，０） －３．３６７３ －２．７０４２ １．８７１２ 平稳

ΔｌｎＣｔ （ｃ，０，０） －４．４７６５ －２．７０４２ １．９７３８ 平稳

　注：检验类型（ｃ，ｔ，ｐ）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其适当的检验模型如下：

Δ２ｌｎＹ＾ｔ＝０．０５９－０．７４１ΔｌｎＹｔ－１
（３．５５） （－３．３７）

ＬＭ（１）＝１．３５８　　ＬＭ（２）＝１．５７１
Δ２ｌｎＣ＾ｔ＝０．０７１－０．７８４ΔｌｎＣｔ－１

（３．５８） （－４．４８）
ＬＭ（１）＝１．０６２　　ＬＭ（２）＝２．０２２

这说明ｌｎＹｔ和ｌｎＣｔ两个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可
以做协整分析。

２．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ｌｎＹｔ和 ｌｎＣｔ满足进行协

整分析的先决条件，下面采用恩格尔和格兰杰于

１９８７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又称 ＥＧ检验）来检验
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第一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估计方程
ｌｎＣ＾ｔ＝α

＾＋β＾ｌｎＹｔ，计算非均衡误差：

εｔ＝ｌｎＣｔ－ｌｎＣ
＾
ｔ

第二步检验εｔ的平稳性，如果 εｔ为平稳序列，
则认为时间序列ｌｎＹ与ｌｎＣ存在协整关系；否则，认
为不存在协整关系。［５］

运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的统计数据，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
软件运算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ｌｎＣ＝１．１３４６ｌｎＹ－３．２１５６
（１２５．３７４２）（－４２．５２１６）

（Ｒ２＝０．９８１３，修正Ｒ２＝０．９８７６，ＤＷ＝１３２１６）
从而得到非均衡误差：

εｔ＝ｌｎＣｔ－１．１３４６ｌｎＹｔ＋３．２１５６
根据协整概念，若变量ｌｎＹｔ与ｌｎＣｔ存在协整关

系，则非均衡误差序列 εｔ必须是平稳的，为此进行
ＡＤＦ平稳性检验。检验类型为常数项、无趋势项，
滞后阶数为０，非均衡误差序列εｔ的ＡＤＦ检验统计
量值－２．９２４６，小于显著性水平 １％下的临界值
－２．５８３２，故非均衡误差序列为平稳序列，ｌｎＹｔ与
ｌｎＣｔ存在协整关系，即两变量的短期随机波动不影
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协整函数可以看出，农

村文化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文化消费相对于收入具有较大的弹性，

这与文化消费的属性相符。

３．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文化消费支出与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从

短期来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短期内消费支

出的数量总是偏离均衡值的，为了揭示这种偏离的

程度及均衡的调整过程，我们引入误差修正模型，这

里采用一阶滞后差分形式。

ΔｌｎＣｔ＝α０＋α１ΔｌｎＹｔ＋α２ΔｌｎＹｔ－１＋
α３ΔｌｎＣｔ－１＋α４εｔ－１＋μｔ

其中，误差修正项εｔ－１＝ｌｎＣｔ－１－１．１３４６ｌｎＹｔ－１＋
３２１５６，ΔｌｎＹｔ和 ΔｌｎＣｔ分别代表 ｌｎＹｔ和 ｌｎＣｔ的一
阶差分序列。经过多次回归检验，提出不显著变量，

最终得出误差修正模型：

ΔｌｎＣｔ＝０．９６７２ΔｌｎＹｔ＋０．１５６７ΔｌｎＣｔ－１＋
０．３４５８εｔ－２．５１１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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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０．９８７２，修正Ｒ２＝０．９７３４，ＳＥ＝０．０５２３，ＤＷ
＝２．０１３４）
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在短期内文化消费的增长

不仅受收入增长的影响，还受自身滞后值的影响。

可见文化消费具有较强的传统习惯性，前期消费是

制约后期消费的重要约束变量。另外，误差修正系

数反映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相对较强，说明从长期

看农村文化消费受到收入水平的刚性制约，与收入

水平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４．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可知，收入水平是影响文化消费支

出的重要因素，但两个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我们采用格兰杰１９６７年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来进行
说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思想是：如果 ｘｔ影响 ｙｔ，
或者ｘｔ是 ｙｔ的原因，此时 ｘｔ的变化必然先于 ｙｔ的
变化。［５］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２。

表２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Ｈ０） 滞后期 Ｆ统计量 Ｐ值

ｌｎＹｔ不是ｌｎＣｔ的原因
１ ９．０２１１ ０．００６２５
２ ９．５７８２ ０．０００８１

ｌｎＣｔ不是ｌｎＹｔ的原因
１ １．２０３６ ０．２８２３
２ ２．０２９６ ０．１５３３

通过检验可知，滞后期分别为１期和２期时，农
村居民收入是文化消费支出增长的原因，但文化消

费支出不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支撑因素，即两者

不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结论

通过对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的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协整检验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与农村文化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近

年来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归根结底在

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农村文化消费的提

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

入，提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现实的货币支付能力，

才能增强他们的消费欲望。由于文化消费具有看不

见、摸不着的特点，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收

入水平具有更高要求。因此，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农

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只有衣食无忧，才会去考虑精

神方面的需求。

第二，通过对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可知，河南省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短期内对文化消费支出起到

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农村居民收入具有季节性和

不连贯性，导致农村文化消费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特点。短期内，农村文化消费非均衡的偏离度较大。

但从长期看，由于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受传统因素

影响较大，文化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农村

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同趋势的俱进均衡。因此，推

动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升级，必须注意引导农村改

变传统保守的消费习惯，构建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

第三，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是文化消费支出的原因，农村居民当期收

入可以解释文化消费支出，当期收入是消费的驱动

因素。这说明，我国传统的“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

是河南省农村主流消费观念，但是反过来并不成立，

即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支出还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重要支撑因素，这也反映了目前河南省农村文化消

费水平还比较低，占总体消费支出的比重还比较小，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比较微弱，尚不能成为支撑经

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由

于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农村文化消费

的潜力巨大，因此，推动农村文化消费的升级是河南

省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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